
本报讯 （通讯员 胡伟） 近日，记者走进
松桃自治县孟溪镇乐嘉产业园，映入眼帘的是 4
栋建设完成的标准厂房，厂房内生产设备摆放得
整齐有序，第一批 130名工人已正式上班，忙着
擦拭机器和熟悉操作流程。

“项目于 2022年 10月开工建设，现已进入
试运营阶段。”孟溪镇宣传委员罗良华介绍，厂
区建设有 4 栋标准化厂房，建有设备用房、仓
库、食堂与宿舍等配套基础设施。目前，厂房及
所有配套设施已全部建设完成。

孟溪乐嘉产业园由孟溪镇、大路镇、冷水溪
镇、蓼皋街道等 14个乡镇共同出资 4977万元联
合建设，总占地面积 52 余亩。建成后，能创造
600余个就业岗位，预计年产值3000万元，人均
增收 1.5 万元，保障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就业增
收的同时，群众还可通过项目分红增加收入。

孟溪乐嘉产业园是松桃经济开发区企业下沉
乡村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松桃持续推动落户松
桃经济开发区的企业下沉乡村，打造乡村振兴微
工厂，形成“一中心多支点”“园区总部+社区微
工厂”，厂随人走、随时就业的新模式，实现乡
村富余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企业车间下沉到“村头”，乡村产业振兴有
“盼头”。2022 年，长征村乡村振兴车间运营，
村里 30 多位村民上岗就业，石梁乡引进的松桃
巧积玩具厂解决当地女工就业 169人，贵州锐宇
电子公司在平头镇岑洞坝村打造乡村振兴车间
后，村民杨建美不仅圆了就业梦，每天计件工资
还达 100元……

截至目前，松桃在乡镇共建乐嘉产业园区 1
个、微工厂 16个，投入总资金6162万元。

松桃

车间建村头
致富有奔头

江口县坚持绿色发展，发挥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抹茶产业，不
断延伸抹茶产业链条，打造抹茶面条等特色食品，促进抹茶产业“接二
连三”成链发展。抹茶面条是在制作过程中加入抹茶粉精制而成，面条
筋道可口，独具抹茶的清香味，备受广大消费者青睐。

→↓ 工人在江口县双江街道一家食品加工企业加工抹茶面条。

本报讯 （记者 陈阳）初夏，铜仁市万山
区广益服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益服饰） 生
产车间，机杼声不绝于耳，上百名工人忙碌生
产。该公司总经理龚昌权说：“我们生产的服
装，已经跨越重山大洋，销售到了非洲。”

位于万山区丹都街道旺家社区的广益服
饰，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中高档职业服
装、生活服装等于一体的公司。目前，该公司
有工位 270余个，签下订单上百万件，预计今
年销售额达4000万元。

“6 年前，我们远没想到公司能有今日。”
2017年，在外从事服装行业 20余年的龚昌权返
乡创业，在鱼塘乡创立辉煌服装有限公司。他
直言：“当时公司仅有 40余位工人，生产能力不

足，更像是个简陋‘小作坊’。”
经过两年发展，公司订单充足，规模逐步

扩大。2019年 6月，得益于万山区委、区政府
扶持，公司搬到旺家社区，更名为万山区广益
服饰有限公司。

“政府给予我们免租金 3 年的优惠，并提
供 20万元东西部协作资金，帮助购入 40多台
设备，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良好机遇。”龚昌
权说，背靠搬迁社区，广益服饰既获得了充足
的劳动力，又带动搬迁群众就近就业。

看着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好，龚昌权喜在心
里，盘算继续将企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群众
就业增收。

2022 年 8 月，广益服饰已有 100 多位员

工，原来的 1000 平方米厂房已不能满足发展
需求，在旺家社区的帮助下，公司在社区另选
址将厂房扩大到4000平方米。

“新厂房不仅场地宽敞，租金还便宜。但
随着订单不断增多，我们也面临着员工不足的
问题。”令龚昌权惊喜的是，今年以来，为帮
助公司扩招员工，万山区还为公司搭建了长效
的“用工之桥”。该区就业局专门组织区内劳
动力在公司车间进行就业培训，培训完即可上
岗，顺利为公司新招60多位员工。

目前，该公司代加工的服装，通过广州的
合作商，直接销售到非洲。最近，该公司正在
与非洲客户商谈 100万件的订单，价值 2000余
万元，正准备签订合同。

“公司的规模 6 年扩大了近 7 倍，这一切
都离不开万山区优质的营商环境。”龚昌权
相信，接下来，公司的发展将会更加如鱼得
水。

广益服饰的飞跃式发展是万山区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万山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出台
并落实系列优惠扶持政策，在降低民营企业运
行成本、破解民营企业资金难题、壮大民营企
业发展上下功夫。截至 2022 年，该区营商环
境指数排名连续 4年“挺进”全省前十、蝉联
铜仁市第一。截至今年 3月，该区共有民营经
营主体 2.181 万户，占全区经营主体总量的
97.44%。

从小作坊到服装代加工厂

万山服饰远销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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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石阡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满
目青翠。前不久，保护区护林员熊光先回收
红外相机时，发现一种从未见过的鸟类。经
贵州省林科院专家鉴定，该动物为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鹇。

“白鹇现身佛顶山保护区，是石阡县注重
生态保护的体现。”贵州省鸟类专家吴忠荣介
绍，白鹇的繁衍生息对生态环境要求很高，
常栖息在森林覆盖率 80%以上的无人山区，
常绿阔叶林、竹林和针阔混交林是它们的理
想家园，佛顶山的气候条件很符合。

多年来，石阡县不断加大对佛顶山自然
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积极实施野生
动植物保护和栖息地修复，野生动物栖息地
空间不断拓展，种群数量不断增加。“十三
五”期间，保护区发现 56种脊椎动物新纪录
物种。

除了白鹇，云雾氤氲的佛顶山里还生长着
3651种生物。野生植物 284科 948属 2392种，
野生动物 47 目 249 科 1259 种。其中珙桐、红
豆杉等植物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豹、林麝、白
颈长尾雉等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而，
佛顶山有“动植物基因库”的美誉。

“让步生态，为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腾
地。”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
周胜伦介绍，2016年以来，石阡县实施了保
护区生态移民搬迁，先后有 151户 635人搬出
佛顶山的核心区、缓冲区。同时还聘请 230
名护林员，常态化开展巡山护林。

为减少搬迁群众生产生活对佛顶山森林
资源的依赖，保护区管理局还专门成立了社
会发展和旅游科，谋划发展民族生态旅游，
帮助下山群众转型低碳发展。如今，佛顶山
周边的几个村庄，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一，佛顶山脚下的坪
山乡佛顶山村都要举办盛大的“敬雀节”来
实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理念，
同时带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坪山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祝丹介绍，今
年“敬雀节”当天，在佛顶山村，上演着人
潮涌动的热闹场景，山水间萦绕着开门迎客
的喜悦。活动期间，村子接待的游客超 5 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512.5万元，经济效
益立竿见影。

优越生态不仅让佛顶山保护区成为珍稀
动植物栖息之所，让当地群众吃上“旅游
饭”，还吸引了不少外来人士在这里安家落
户。尧上古寨“花筑·梵隐山舍”民宿主人
龙英是六盘水人，今年已是她退休后来到佛
顶山安居的第8年。

“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我们这里几乎都是

满房。”龙英说，民宿周围是潺潺溪流和苍翠
群山，在这里可以展开双臂拥抱自然，每年
夏天都会吸引省内外的游客前来纳凉休闲。
不少企业和学校还在这里开展研学游、夏令
营等活动。

近年来，石阡县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
条底线，全面推行林长制，建立了县、乡、
村三级森林管护机构，真正做到一山一坡、
一园一林、一树一木都有专人管护，确保全
县森林资源管理零死角、零遗漏。2022 年，
全县森林资源管护率达到 100%。

2022 年 ， 石 阡 县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129.18 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75.69 亿元。
下一步，石阡将持续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理念，培育壮大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大
力发展生态产业和循环农业，形成绿色低碳
的良好发展格局。

优越生态成为珍稀动植物栖息之所，也让当地群众吃上“旅游饭”—

石阡：绿色新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田勇

抹茶面条受青睐
通讯员 李鹤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葛永智 通讯员 杨静）
碧波荡漾的㵲阳河穿城而过，绿意盎然的湿地
公园鸟语花香，各具特色的美丽村庄生机勃
勃，群众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短短几年
间，玉屏自治县这座特色鲜明、生态优美、宜
居宜业、宜游宜商的现代化城市逐渐成型。

“沿着环河健康步道走一圈，回到风雨桥

上吹吹风，这几年配套设施也很完善，我们每
天都来屏山公园广场跳舞、锻炼。”玉屏市民
姚大娘说，生活在玉屏感觉很幸福。

近年来，玉屏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以高
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做强城镇
产业经济，持续提升城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
基础设施服务能力，拓展更大更广发展空间，

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宜商的现代化城
市，推动城市形象和品位进一步提档升级。

县城提质，处处焕然一新。健康步道充实
居民闲余生活，学校运动场提高全民身体素
质，农贸市场改造营造干净、卫生、整洁的农
产品销售环境……

县域活则全盘活。智慧停车场投入使用，

馆驿片区核心商圈呼之欲出，火车书屋一字排
开，公厕布局更加合理，健身场所遍地开花，15
分钟“生活圈”“健身圈”“通勤圈”日趋成熟。

城市是承载人口的重要空间，服务提升、
功能集成，吸纳了更多农民进城。截至 2023
年 3月底，玉屏全县常住总人口达 18万人，城
镇常住人口达 10万人，城镇化率达57.43%。

城市美了，乡村也不能落下。玉屏按照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序推进、融合发
展”原则，结合人居环境整治，打造了一批批
各具特色的和美乡村。移步皆是景，举目满眼
新。如今，漫步玉屏，山美，水美，城美，人
更美，美美与共。

玉屏：城市形象品位提档升级

本报讯 （记者 蔡茜）印江自治县天堂镇通
过盘活一批闲置低效建筑用地，引进新企业，为新
产能、新项目腾出空间，让闲置用地释放新活力。

招商破局，闲置土地迎来新机遇。2022 年，
天堂镇先后引进贵州鑫达锡箔纸厂、宇鸿工贸有
限公司，不仅变“沉睡资产”为“增收活水”，更带动
当地部分劳动力就业增收。

在天堂镇开发区生态移民安置点，闲置多年
的门面成为贵州鑫达锡箔纸厂加工车间。该厂管
理人员陈美玲说：“第一年免除房租，第二年每月
按 6 元每平方米收取房租，240 平方米也就 1440
元房租，价格相当优惠。锡箔纸销路好，再加上工
厂房租优惠政策，对未来发展更有信心了。”

在天堂镇凉风村，同样闲置多年的幼儿园也
实现“腾笼换鸟”，成为宇鸿工贸有限公司的加工
厂。该公司总经理谭爱华说：“公司于今年 2月开
始建厂，3月 4日正式开始生产。房屋是现成的，
我只需要把机器和原材料运来，工厂便可投入使
用了。”

“一个月便出厂 80 万件产品，主要出口到欧
美等地。”谭爱华说，在家乡创办企业有政策支持、
有富余劳动力，他相信工厂将发展得越来越好。

如今，天堂镇通过改建、转变用途等方式，切
实推动“变资产为资本、变资产为资源、变闲置为
利用”，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就近务工近 100
人，为天堂镇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产业支撑。

印江天堂镇

盘活闲置土地
发展特色产业

本报讯 （通 讯 员 杨
倩） 近年来，江口县大力实
施城市绿化提升改造工程，
全面推进城市环境绿化提档
升 级 ， 进 一 步 扮 靓 城 市 颜
值，提升城市绿化品质，助
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在江口县象狮大道，工
人们正在对道路两旁绿化带
进行补植补栽，绿化养护工
人 在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的 指 导
下，娴熟地补植春季绿化苗
木，及时清除杂草、废弃物
等。同时，对人行道两旁的
树木进行通风透光修剪。

象狮大道作为江口县城
区主干道之一，是城市重要
的 交 通 轴 与 展 示 轴 。 过 去 ，
象 狮 大 道 绿 化 带 参 差 不 齐、
杂草丛生，缺乏整体协调美
观 性 ， 经 过 补 栽 补 植 和 修
剪，绿化苗木逐渐变得整洁
有序，绿化颜值不断提升。

“我们这次补栽了行道树
和绿篱带，有红叶石楠、西
洋 杜 鹃 、 红 花 檵 木 、 香 樟
树、楠木树等品种，目前补
植补栽工作已接近尾声。”江
口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管
理所负责人陈建军说。3月以
来，江口县对绿化设施进行

提质改造，进一步提升城区人居生活环境，切实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除了
有序推进树木补植工作，还加强对新补植苗木的
浇水、施肥等后续养护管理，提高苗木成活率。
同时，为避免树枝遮挡交通指示牌，对城区内主
次干道两侧的绿化苗木进行重点修剪，及时清理
树木枝条和道路两侧落叶、枯枝、枯草等，确保
环境整洁、车辆行人通行安全。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开展绿地提质和绿化
养护工作，还对城区部分路段绿地内出现的缺株
少苗、土地裸露等问题，通过合理的植物搭配，
有效地提升了绿化效果，增添了绿色生机，现已
完成了象狮大道、莲花大道的补植工作。接下
来，还将陆续对全城绿化进行养护、修枝整形，
营造绿意盎然的城市景色。”江口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园林绿化股负责人陈雪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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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夏明凡）5月 9日，万山区
仁山街道贵苑社区周家便民农贸市场经升级改
造，正式投入使用。

周家便民农贸市场的前身是周家马路市场，
从 2018 年起，该市场逐渐自发形成，时常存在占
道经营、阻塞交通、环境卫生差等问题。仁山街道
为了更好地服务周边群众，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
局、整合资源、搬迁改造，让周家马路市场脱胎换
骨为布局合理、配套齐全、管理完善的规范化综合
便民市场。

该市场拥有 50 个固定摊位，供散户经营粮
油、肉菜、水果、百货等，功能辐射周边 3公里，日
接待顾客 5000人，既方便了商户经营，又满足了
附近居民的购物需求，成了群众交口称赞的一件
为民实事。

“现在这个农贸市场修起来了，我们的摊位也
固定且规范了，还不用晒太阳淋雨，人流量增加了
不少，顾客也多了，卖的东西品种也更丰富。”商户
姚发第说。

贵苑社区党支部书记周海说：“这里建成便民
市场以后，提升城市品位和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
同时，也能有效落实索证索票、明码标价、计量器
具定期检测等制度，严查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确
保市场经营规范有序，保障周边居民的权益不受
侵害。”

万山仁山街道

农贸市场改造升级


